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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太子太保魏謩碑》，書於咸通五年(八六四年)，柳氏八十七歲。 
18《大鑑禪師碑》，書寫年月不明。 
19《德宗女憲穆公主碑》，書寫年月不明。 
20《大中寺題》，書寫年月不明。 
21《靈巖寺題》，書寫年月不明。 
22《空寂寺題》，書寫年月不明。 
23《砥柱銘》，書寫年月不明。 
24《華山燈記》，書寫年月不明。 
25《尊勝陀羅尼經咒》，書寫年月不明。 
26《泥甚帖》，書寫年月不明。 
27《張蘭亭詩》，書寫年月不明。 
28《嘗瓜帖》，書寫年月不明。 

 
    從上述文獻記載中，宋趙明誠《金石錄》收錄柳書計有五十一件、歐陽修《集

古錄》計十件（和《金石錄》著錄有九件是相同）、尹一梅主編‧宋拓善本懋勤

殿本《淳化閣帖‧歷代名臣法帖第四》上冊收錄計有四件、清卞永譽纂輯《式古

堂書畫彙考》計十八件；未見宋《金石錄》、《淳化閣帖》、清《式古堂書畫彙考》

著錄的作品有二十八件，合上所述柳氏書作總計一○二件。吳鴻清先生的《中國

書法全集(27)‧隋唐五代‧柳公權》收錄了部分柳公權傳世的書跡，而柳書流傳

至今，現時尚存的書跡卻僅二十七件。 

 

第二章  柳公權之生平及其時代背景 

 

本章屬於歷史、傳世文獻的研究。先分析柳公權的生平家世、兄弟、交遊以

及師友之情況，以掌握其書學著作背景及詩文寫作的相關訊息。另藉由柳公權的

人生寫書歷程來觀察其書法風貌與藝術之成就。 
 

第一節  生平事蹟 

一、生平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云：「公權字誠懸」，又《舊唐書‧柳公綽傳》

云：「柳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子仲郢，弟公權、公諒」1，柳公綽乃

公權胞兄，據此記載，柳公權乃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 

    據《舊唐書‧柳公綽傳》云：「祖正禮，邠州士曹參軍，父子溫，丹州刺史。」
2《舊唐書‧柳公權傳》云：「伯父子華…池州刺史、檢校金部郎中、修葺清華池

                                                 
1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綽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29、2932。 
2同上註，頁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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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3由此可見柳公權之先祖均世代為官，惟自其曾祖以上，史無立傳，無法

詳考。其祖父柳正禮曾任邠州士曹參軍，父柳子溫官至丹州刺史，伯父柳子華曾

任池州刺史、檢校金部郎中、修葺清華池使，兄柳公綽為兵部尚書。在這樣的世

家環境下，柳公權長大後自然也步上了仕途之道。柳公權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官宦

家族，自幼便亦受到良好的詩書教育。 

 

 
新舊唐書均為柳公權立傳，然皆未記其生年，只記其卒年。依後晉劉昫《舊唐書‧

柳公權傳》云： 
 
      「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六年卒，贈太子 

      太師，時年八十八。」4 
 

按咸通為唐懿宗年號，咸通六年即西元八六五年。柳公權享年八十八，則其生年

應為西元七七八年，即唐代宗大曆十三年。所以柳公權之生卒年，應是生於唐代

宗大曆十三年，前後經歷了李唐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

朝，而卒於唐懿宗咸通六年。柳公權(778--865)，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

人，所任官職有升有降，最後官至太子太師。 
 
附表一：柳公權世系表 

 

 

 

                                                 
3同上註，2000 年 3 月，頁 2937。 
4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6。 

（伯父） 
子華 

（祖父） 
  正禮 

（父親） 
子溫 

（兄） 
 公綽 

公權 

仲郢 

（長子）

 公度 

（孫） 
  遵 

母親崔夫人 

（弟） 
 公諒 

璞 

（曾孫）

 璨 
（次子） 
 公器 

璧 

珪 

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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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蹟 

 

    柳公權（西元七七八～八六五年），字誠懸，京兆華原人(今陝西耀縣)人，享

年八十八，在中國的書家中，他的壽命活得最長。他是顏真卿書法風格的後繼者，

元和初及第進士，歷任翰林院侍書學士等職。他的生長活動期間與中國著名的詩

人白居易、元稹、韓愈、柳宗元差不多年代。在他出世後八年懷素去世。（見附

表：唐代重要書家年表）。 
    柳公權出身書香之家，著名文學及書法家柳公綽是他的哥哥。據 《舊唐書‧

柳公權傳》云：「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他自幼聰明，愛好書法，十二歲便能

工辭賦，名震鄉里。但在科舉考試上並不十分順利，約於唐憲宗元和初年（三十

歲）才考中進士。開始只是在祕書省任校書郎。穆宗即位後，聞知他的書法，非

常賞識，下令召見他。《舊唐書‧柳公權傳》云：「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見，

謂公權曰：『我于佛寺見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拾遺，充翰林侍書學士，

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5 柳公權當時僅任職位很低的夏州司記官，掌地方文

書工作。穆宗召見並當面對他說，早就很想見你了，可見當時柳公權的書法聲名

遠播。 
 
    當時任命柳公權為右拾遺侍書學士，從地方選拔到翰林院。誰知這個選拔反

而影響他的仕途。從此，他一直任侍書學士，先後歷經了穆宗李恆、敬宗李湛、

文宗李昂三朝，十多年來默默無聞。柳公權久任侍書學士，既無權勢，亦無地位，

又不能藉此升官，難免為時人輕視。一般為官者皆不屑此職務，對這一點，柳公

權倒不介意，反而他的哥哥柳公綽對此卻相當不滿意，公綽當時任兵部尚書，在

朝野有一定的影響力，因而他就寫信給當時的宰相。《舊唐書‧柳公權傳》云：「致

書于宰相李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見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

乞換一散秩。』6
」通過這個關係，後來朝廷就任命柳公權為右司中郎、弘文館

學士等職。 
   《舊唐書‧柳公綽傳》云：柳公綽性謹重、遵循禮法。能識別人才，所用僚

屬鄭朗，後為名相。元和 二年武元衡罷相，充西川節度使，柳公綽為武元衡判

官，隨之入蜀。……約於元和四年末五年初入經任吏部郎中。時憲宗頻繁遊獵，

柳公綽獻《太醫箴》諫之，深獲嘉獎，元和五年拜為御使中丞。柳公綽素與裴垍

厚，李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元和六年李吉甫復執政，即放柳公綽出京，為潭 

州刺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大和六年以病代求。三月征還京師，

授兵部尚書郎。四月卒，年六十八。贈太子太保，諡曰「成」。7 
    唐文宗開成年間柳公權仍任翰林侍書學士，在宮中侍書，實際地位沒有什麼

變化，直到唐懿宗咸通初年他八十二歲高齡，才以太子太保致仕。柳公權的一生

                                                 
5同上註，頁 2935。 
6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 
7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綽傳》，同上註，頁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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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宦途甚不如意，但由於他潛心書藝，不求聞達，儘管有人為了爭權奪利、身陷

於政治鬥爭之中，但他卻能置身事外，未受衝擊，在幾十年的官宦生涯中未受到

波及，可說是難得的為官歷程。柳公權「志耽書學」，此潛心書藝之歷程，可看

出柳公權不求名利、不求聞達的個性。 

    柳公權生平致力經學，《舊唐書‧柳公權傳》云：「博貫經術，於《左傳》、《國

語》、《尚書》、《毛詩》、《莊子》。每說一義，必誦數紙。8」此外他還精通音樂，

卻不好奏樂。「性曉音律，不好奏樂。常云：『聞樂令人驕怠故也』。」至於他的

詩作也有很高的造詣，《舊唐書‧柳公權傳》云：「未央宮苑中，駐輦謂公權曰：

「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不及時，今年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

『單賀未了，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

年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9』上悅，激賞久之。10」此一段文字是說：

有一日他在長安未央宮的御花園中碰到文宗，文宗停了車輦對公權說：「我有一

件喜事，邊塞上士兵的衣甲，今年二月分總算發放完畢，了卻我一件心事。」公

權即向前道賀，帝曰：「單賀未了，你可用詩來祝賀我。」宮人們也素聞公權才

思敏捷，便在旁邊附和，於是公權便應聲成文，賦詩一首：「去歲雖無戰，今年

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文宗聽後大喜，讚賞不已，命他再賦一首，

柳公權「復無停思」，再成一首。「子建七步，爾乃三焉11」文宗十分讚賞，他說：

「當年曹子建賦詩七步成詩，卿是三步而成。」即刻升他為諫議大夫、工部侍郎，

此詩後來收入《全唐詩》。另外《舊唐書‧柳公權傳》又記載一事：「武宗嘗怒一

宮嬪，久之，既而復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若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

公權略不佇思而成一絕：「不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

重入椒房拭淚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疋，命宮人上前拜謝之。12」此段文字

亦云有一次武宗曾經為事遷怒於一個宮嬪，適逢柳公權在場，武宗對柳公權說：

「我正責怪這個宮嬪，但若能得到你的一首詩，我即刻放了她。」言罷只見柳公

權提起筆，略加思索，頃刻間，揮毫直書便寫成這一首七言絕句。 
 

    柳公權的詩意清新婉麗，含蓄深沉。新舊唐書云，他十二歲便能辭賦，合上

文所述他，至今他留下的詩作，卻只有五篇，今述如下： 
    1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應制賀邊軍支春衣＞13 ： 

 
    去歲雖無戰，今年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  

                                                 
8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同上註，頁 2937。 
9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下冊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應制賀邊軍支春衣＞（台北：宏業書局 
  有限公司），1977 年 6 月，頁 1363。 
10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同前註 102，頁 2936。 
1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柳公權傳》36 卷（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3907。 
12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6。 
13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下冊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應制賀邊軍支春衣＞（台北：宏業書局 
  有限公司），1977 年 6 月，頁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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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柳公權傳》云：「公權從幸未央宮苑中，文宗對之曰：『我有一喜事，

邊上衣賜，久不及時，今年二月給春衣訖。』公權應聲以詩賀之」。此詩於開成

二年作。 

 

＜應制賀邊軍支春衣＞14之二 

    2 挾纊非真纊，分衣是假衣。從今貔武士，不憚戍金微。 
 

言君王的關懷，使士兵感到溫暖。文宗賜衣之恩，使軍隊誓死效忠，使敵人不敢

越過阿爾泰山、跨越雷池一步。 
 
   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應制為宮嬪詠＞15 ： 
      《太平廣記》云：武宗嘗怒一宮嬪，久之，既而復召。謂公權曰：朕怪此 

      人，若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公權略不佇思而成一絕，大悅，賜錦綵二 

      百定，命宮人上前拜謝之。16 

 
      不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  

    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淚痕。  
 

有一次武宗曾經為事遷怒於一個宮嬪，適逢柳公權在場，武宗對柳公權說：「我

正責怪這個宮嬪，但若能得到你的一首詩，我即刻放了她。」言罷只見柳公權提

起筆，略加思索，頃刻間，揮毫直書便寫成一首七言絕句：「不分前時忤主恩，

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淚痕。」 

 
   4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題朱審寺壁山水畫＞17 ： 

 
    朱審偏能視夕嵐，洞邊深墨寫秋潭。  

    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不向南。  
 
朱審是一位著名的山水畫家，喜愛畫夕陽彩霞之景、池邊之山水風光，無一不是

在其筆下畫的栩栩如生。如今能與著名山水畫家朱審一起欣賞名畫，提升藝術欣

賞之境界。 
 

                                                 
14同上註，頁 1363。 
15同上註，頁 1363。 
16陳貽焮《增訂注釋全唐诗》第三冊（北京：文化藝術出版），2001 年，頁 828。 
17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下冊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題朱審寺壁山水畫＞（台北：宏業書局 
  有限公司），1977 年 6 月，頁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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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閶門即事＞18 ： 

 
 耕夫占募逐樓船，春草青青萬頃田。  

    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 

 

此言因戰亂衣田荒蕪；古代清明前一日或二日為寒食節，禁火冷食。清明時寒食

剛過，正應有新起的炊煙。 

 

   另外，還有一次，文宗與諸學士的聯句，《舊唐書‧柳公權傳》云：「文宗夏

日與學士聯句。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約：『薰風自南來，

殿閣生微涼。』帝獨贊公權兩句，曰：『辭清意足，不可多得。』」19文宗獨愛柳

公權之聯句，馬上命他將聯句題於壁上，每個字約五寸見方。文宗看了他的字後

說：「鍾、王復生，無以加焉！」文宗大悅贊為辭清意足，為不可多得的人才。

由上可以窺見柳公權詩作之端倪。 

    中唐以後，唐之盛世日趨下坡，唐憲宗元和十五年以後，宦官專權、牛李黨

爭接踵而至，朝政腐敗，穆宗昏庸，馴服於宦官，貪圖奢侈放縱的生活。雖引起

朝臣的不滿，但也無可奈何。有一次穆宗問柳公權用筆之法，柳公權回答說「心

正則筆正，乃為可法」。其原文見《新唐書‧柳公權傳》：「帝問公權用筆法，對

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筆

諫也。20」面對如此荒縱的皇上，柳公權借談書法而進諫，要他「心正」，正是要

他端正朝綱，因此他聽了頗不舒服，乃默然改容生了氣，半晌不作聲。顯然柳公

權對當時朝政狀況也極為不滿，但他也只能旁敲側擊，一有機會則規勸之。柳公

權敢於皇帝面前，當面諷諫，是當時一些文武大臣所不敢做的，更不敢想像後果

會如何，甚至會惹來殺身之禍，但柳公權做到了。因而這段「心正筆正」的故事，

自然也就成為膾炙人口「筆諫」的佳話了。這也呈現柳公權忠肝義膽、膽識過人，

敢於講真話，不怕得罪權貴的性格，這種耿直的性格確足以為人楷模，更為古代

讀書人正氣凜然的表徵。 

    長慶四年（824），穆宗駕崩，敬宗即位，柳公權旋出翰林院改任起居郎。在

起居郎任上沒幾天，公權便偕同諫議大夫獨孤朗等，諫阻淮南節度使王播厚賂求

領鹽鐵使。《新校本舊唐書附索引一‧敬宗本紀》云：「十二月乙亥朔，癸末，……

淮南節度使王播厚賂貴要，求領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朗、張仲方，起居郎孔敏

行、柳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寶、劉敦儒，拾遺李景讓、薛廷老等，伏延英抗

疏論之。21」。 

    《舊唐書‧柳公權傳》又云：「便殿對六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

                                                 
1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下冊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閶門即事＞同上註，頁 1364。 
19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2937。 
20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柳公權傳》36 卷（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3909。 
21楊家駱《新校本舊唐書附索引一》（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7 月，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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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留而問之，對曰：『人主

當進賢良，退不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文宗曰：『極

之舍不合作諫議』。22」有一天文宗和諸學士在殿中閒聊時，談到漢文帝有恭儉的

美德，文宗扯到自己的衣服，很得意的說：「我這件衣服已洗過三次了。」言下

之意好像講到自己也有儉德之風，諸學士領會皇上之意，便頌揚皇帝的美德，唯

獨柳公權絕口不言，文宗就詰問他，柳公權正色答道：「人主應當進賢良、退不

肖、納諫諍，至於衣服洗不洗，乃是小節而已。」當時在場的人都被他的言辭給

嚇壞了，甚至有人（周墀）為之顫抖。但文宗被他說動了，第二天即升他為諫議

大夫。之前的筆諫屬諷諫，而今更是直接當面教訓文宗，可是斗膽敢於冒犯皇上；

如果不是柳公權生性耿直、心性無私、看淡名利，很難有此膽量敢說此話了。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云：「庚午，上問翰林學士柳公權以外議，對曰：『郭

旼除邠寧，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侄，太后叔父，在官無過，自

金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不應為節度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

女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參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不知，皆雲

旼納女後宮，故得方鎮。』上俯首良久曰：『然則奈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

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 二女還旼家。上好詩，嘗欲

置詩學士。李玨曰：『今之詩人浮薄，無益於理。』乃止。」23 這是《資治通鑑》

所記載的一段故事。意思是說：有一次唐文宗李昂問工部侍郎柳公權說，近來外

間對朝廷的措施，有什麼批評和不滿意的地方？柳公權說：「自從你派郭旼做了

邠寧（今陝西邠縣）的主官以後，雖然有些人贊成，但亦有部份人士堅決的反對。」

「那為什麼呢？」唐文宗顯得有點不高興，停了一停，又說：「郭旼是尚父的從

子，太皇太后的季父，一向做官清廉，沒有過失，如今我放他到邠寧去做一個小

小的主官，這難道還有什麼不妥的地方嗎？」柳公權說：「按照郭旼以往對國家

朝廷的貢獻和功績來說，放他到邠寧去當主官，原是十分合理合情，無可非議的。

只是議論的人說，因為郭旼曾進獻了兩個女兒，才得到這份官位的。」唐文宗於

是向他說明郭旼的兩個女兒進獻入宮，僅僅是為了參見太后，並不獻給他做妃子

的。可是柳公權說：「瓜田李下的嫌疑，怎麼能夠使家家戶戶每個人都明白呢？」

「公權忠言匡益，皆此類也。24」的贊語。 
    柳公權的書法由於受到帝王的賞識，書作在他生前即已珍貴，深受大家的喜

愛。《舊唐書‧柳公權傳》云：「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

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

筆法於王右軍』；一紙行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

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等銀器，仍令目書謝狀，勿拘真

                                                 
22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6。 
23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省註《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六唐紀六十二（臺北：啓明）1960 年，頁

1691。 
24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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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帝尤奇惜之。25」意思是說：宣宗時，有一次柳公權被召上殿，宣宗命軍容

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遞筆，當場書寫三幅字。一幅是楷書「衛夫人傳

筆法於王右軍」寫的端莊有力。一幅是行書「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寫的

瀟灑富有神韻。一幅是草書「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寫得龍飛鳳舞、渾然天成。

宣宗看後大悅，賜以銀彩，又命他自書謝狀，不拘真行，想要留作珍藏賞玩。這

便是書法史上有名的「軍容使捧硯，樞密使過筆」。「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不得

公權手筆者，人以為不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柳書。26」當時的柳

公權書極負盛名，公卿大臣家有人去世，都要爭取到柳公權寫的墓誌碑版。如果

求不到，人們甚至會責罵這家的子孫不孝，即使外夷入貢，也另備金錢來購柳書。

因此求他寫碑的人不惜重金，或輾轉相求，使得柳公權一夕間成為巨富。柳公權

的聲名傳播到海外，使的外國人來唐朝時常常需另外準備貨幣或財物，說這是用

來專購柳公權書法的。《舊唐書‧柳公權傳》云：「銀杯羽化耳」，此云當時公卿

貴族贈送的財物金錢有好幾萬，但是常常被家奴盜用，尤其是銀器之類的，但柳

公權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若無其事的樣子。有一次問家僕龍安說：「那些東西

到哪裡去了？」，龍安回答不知道，柳公權笑著說「銀杯都長翅膀飛走了。」問

過後便不再說了，其如此的雅量度量，令世人為之折服欽佩。 

    他初學王羲之並精研歐陽詢、顏真卿筆法，然後自成一家。「公權初學王書，

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所寫楷書，體勢勁媚，骨力勁健。他二

十九歲進士及第，在地方擔任一個九品官吏，後來偶然被唐穆宗看見他的筆跡，

一時讚為書法聖品，就被朝廷召到長安，那時，柳公權已四十多歲。他的為人既

有骨氣、一絲不茍，同樣地，他的字也顯露了他這部分的特質。誠懸學習書法自

二王入手，其後遍取前代書家之長；其書之樣貌，雖與魯公肥瘦殊異，而筆法實

同。博覽眾長，運己意於新體，遂自成一家。一生書法得穆宗、文宗、宣宗三朝

之喜愛，當代公卿之家所作碑誌，若未得誠懸書，便有「子孫不孝」之譏。外夷

聞其書名，往往以貨貝具購其字，是以名揚中外。 
 
三、仕途生涯 
 
    憲宗元和初（約八○八），三十一歲的柳公權進士及第，當年鴻辭登科。從

此，柳公權開始了漫長的仕途生涯，竟然歷仕七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宣宗、懿宗。 

  在憲宗時，柳公權任秘書省校書郎。《舊唐書》：「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

秘書省校書郎」《舊唐書》：「李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李聽與柳有此交誼，故

柳晚年還為其書過碑。  

  《舊唐書》：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見，謂公權曰：「我於佛寺見卿筆跡，

思之久矣。」即日拜右拾遺，充翰林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從此他

                                                 
25同上註，頁 2935、2937。 
26同上註，頁 2935、29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章  柳公權之生平及其時代背景                         

 29

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書禁中。皇帝的寵倖、生活的優裕，並不給柳

公權帶來歡樂。他內心卻有無法排遣的苦悶與隱隱的羞愧。他酷愛書法藝術，但

他不想以此作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立業的進取雄心，時時躍動在胸間。而隨

從皇帝的侍書，其地位僅與「工祝」一類相等。因此其兄柳公綽曾寫信給宰相李

宗閔《舊唐書》：李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見用，頗偕工祝，心實

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累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館學士。  

  唐文宗頗愛柳公權書法，《舊唐書》：文宗思之，復召為侍書，遷諫議大夫，

俄改中書舍人，充翰林書詔學士。開成三年轉工部侍郎，累遷學士承旨。  

  《舊唐書》：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

判院事。  

  《舊唐書》：李德裕（宣宗）時，左授大子詹事，改賓客，累遷金紫光祿大

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復為左常侍，國子祭酒，歷工部尚書。 

  《舊唐書》：懿宗時，咸通初年，柳公權改為太子少傅，改少師；在咸通六

年（八六五）卒，贈太子太師，時年八十八。27 
      

第二節  兄弟、交遊 

一、柳公綽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綽傳》云： 
 
      「公綽幼聰敏。年十八，應制舉，登賢良方正、直言極諫科，授怭書省  

       校書郎。」、「大和六年，以病代求。三月，授兵部尚書，征還京師。 四 

       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28 
 
    柳公綽29（七六六~八三二），字起之，柳公權之兄；卒後追贈太子太保。貞

元元年（七八五）應制舉，登賢良方正，直言極諫科，受柲書省校書郎。貞元四

年復應制舉，再登賢良方正科，授渭南蔚。對於他的書法創作影響最大的要屬他

的兄長柳公綽，較柳公權大十一歲，官歷諫議大夫、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官職。

柳公綽不但身居高位，而且擅長楷書，他的作品有《諸葛武侯祠堂碑》、《紫陽先

生碑》等。  
 
      柳公綽之書作，據宋趙明誠《金石錄》30卷第九   目錄九記載 

第一千七百七十二，唐《紫陽先生碑》，李白撰，柳公綽正書，寶歷元年。 

 

                                                 
27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2936。 
28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綽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29、2932。 
29同上註，頁 2929。 
30 宋‧趙明誠《金石錄》冀淑英精覈整理（北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 年 6 月，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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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書作，現存但未見於宋代著錄有《諸葛武侯祠堂碑》：  
元和四年（八○九）二月書。凡二十四行，行五十字。碑存四川成都武侯祠，北

京圖書館藏。《諸葛武侯祠堂碑》是柳公綽隨武元衡入蜀任職時所書。 

 

圖一：柳公綽《諸葛武侯祠堂碑》局部 

二、柳公諒 
《舊唐書‧柳公綽傳》：「弟公權、公諒31」柳公諒為柳公權之弟，其生平事蹟為

何？文獻皆無記載。 
               

三、裴休、沈傳師 

                                                 
31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綽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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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休（七九一~八六四），字公美。唐孟州濟源（今河南省濟源縣）人。其父

裴肅，貞元年間浙東團練觀察使。原籍河東，自幼學佛，人稱河東大士。官監察

御史、兵部侍郎，大中六年（八五二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寬惠，為官

不尚皦察，而吏民畏服」。立稅茶十二法。秉政五年，罷為宣武軍節度使，封河

東縣子。歷昭義、河東、鳳翔、荊南四節度。 

    裴休，宣宗大中六年起位居宰相近四年，於財政方面頗有業績，撰文時任江

南西道都團練處置等使，他極熱中佛教，廣交僧侶，深研佛典，並精通教理，堪

稱居士長者之流。裴休精於文章，書法亦受柳公權影響自成一家，作品有《圭峰

禪師碑》，雖然受柳公權書法濃厚的影響，但書形則與歐陽詢相似，碑由柳公權

書寫篆額，與《玄秘塔碑》可窺知兩人的關係匪淺。 

    裴休家世奉佛，休尤甚，為靈佑禪師奏建密印寺。晚年退居湖南寧鄉溈山鄉

清溪之裴公庵，卒後與夫人陳氏同葬于溈山，墓園以花崗石及青石砌成，墓葬現

為湖南省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子裴文德為狀元出身。著有《勸發菩提心》。蔡明

讚《中國書法史新論》云：「裴休所書《圭峰禪師碑》，書風似柳公權，筆畫峻整，

結構細密，堪稱傑作。」32裴休工文善書，刻意翰墨，真楷遒媚。《圭峰禪師碑》

楷法極似柳體。休與柳公權交情甚厚。柳公權力作《玄祕塔碑》和開成元年所書

《宣武節度使王公神道碑》即由裴休撰文，而裴休的代表作《圭峰禪師碑》即由

柳公權篆額，足見其交情之篤厚。再則裴休和柳公權之年紀相差十歲餘，以柳公

權的聲望和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竟能讓其與同時而年長十餘歲（裴休年長），

並曾為相的裴休深受浸染。 

 

                                                 
32 蔡明讚，《中國書法史新論》（台北：惠風堂），1992 年 8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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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圭峰定慧禪師碑》局部 

 

    同儕的互相切磋砥礪，取長補短，是進步的重要因素。柳公權的成功，同儕

的影響是重要因素之ㄧ，如長於柳公權十歲的沈傳師，以及小於公權十三歲的裴

休，都被視為與柳公權同一類型的書家，尚清勁爽朗。柳公權的名碑《玄秘塔》

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禪師碑》即由柳公權篆額。可見柳書的影

響，其運筆之操縱，結體之疏密，和沈傳師、裴休。柳公權之兄柳公綽也精書法，

相互影響也在情理之中。 

    上面簡述唐代書法風尚的遞嬗，下則探討柳公權書藝創作的各項背景，茲分

述政治背景、經濟背景、社會背景及學術背景四部分，加以分述： 

 

第三節  時代背景 

 

    初唐書法，一般而論，多受兩方面影響較大，一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一

是隋碑。這兩路書法面貌大致以瘦硬為主，杜甫有詩云：「書貴瘦硬方通神。33」

然至盛、中唐以後，書風則開始走向尚肥，其他藝術作品如繪畫、塑像等亦有這

些變化，甚至連美女也以豐腴為美，如玄宗貴妃楊玉環即為當時代表。初唐的塑

像往往比較清瘦，盛、中唐以後則轉向肥碩。其次帝王提倡也使下面聞風響應，

如唐太宗學「二王」，天下人崇秀潤瘦硬之字。到唐玄宗則發生了變化，皇帝本

                                                 
33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上冊卷二百二十二‧杜甫七＜李潮八分小篆歌＞（台北：宏業書局有 
  限公司），1977 年 6 月，頁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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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歡肥字，從他傳世的作品看，他的書法已不同於初唐面目，而是逐漸趨於肥

美。顏真卿的書法正產生於這一時期，他的字打破了「二王」藩籬，以拙為巧，

以肥為美，將楷書寫得敦厚圓滿，其後期成熟的作品亦然。但正因為顏的楷書達

於極致，也限制和影響了其他風格的發展，尤其不善學顏書的，易流於肥俗惡濁。

在這種情況下，有創新精神又不願寄古籬下的書法家往往思變化而自創一格，所

以中唐末柳公權、沈傳師等人便開始專主瘦硬以矯肥厚之失，其中又以柳公權成

就最為突出。 

 

一  帝王的重視 

 

    唐代帝王對書法的偏愛、酷愛書法的程度，可說是歷代所未見的。唐代帝王，

太宗好尚書法，尤其特別珍視王羲之書法，曾親筆為王羲之作《傳論》，讚揚王

羲之，並云： 

     
      「詳察古今，研精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逸少乎！」34。 
 
太宗之貞觀，玄宗之開元、天寶，皆唐之盛世，兩帝提倡書風不遺餘力，其中尤

以太宗影響書學最鉅。對書法的喜愛程度自不用說了。一個君王對一位書家推崇

程度之高，是極罕見的。且當時又設有書學一科，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

「唐立書學博士，以身、言、書、判選士，故善書者眾。35」。唐竇臮《述書賦》

云： 
      「我巨唐之膺休，一六合而闡幽。武功定，文武修，高祖運龍爪，陳睿謀。 

      自武雄其神貌，冠粱代之徽猷。」36 
 
唐代君王大多能書，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唐代書家之眾，為歷代之冠。 
書法深為皇帝所欣賞，如《舊唐書‧柳公權傳》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謁秘書省 

     校書郎。李聽鎮夏川，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見，謂公權 

      曰：我於佛寺見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拾遺，充翰林侍書學士，遷 

      右補闕、司封員外郎。37」 

 

除了太宗以外，其帝王亦不乏愛好書法者。如高宗李治、中宗李顯、睿宗李旦、

                                                 
34 李世民，《王羲之傳論》，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109。 
35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 

  頁 801。 
36 唐竇臮，《述書賦》，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230。 
37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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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李隆基、肅宗李亨、代宗李豫、以至德宗李適、憲宗李恆等幾乎所有的唐代

帝王都傾情於書法，都有善書好書之名。在時勢潮流的推波助瀾，上行下效，群

臣競相投其所好，這也就是唐代楷書得以高度發展、興盛之原因。 

 

《舊唐書‧柳公權傳》云： 

      「每浴堂召對，繼燭見跋，語猶未盡，不欲取燭，宮人以蠟淚揉紙繼之。 

      （開成二年）從幸未央宮苑中，駐輦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 

      久不及時，今年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了，卿可 

      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年未得歸。 

      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38』上悅，激賞久之。文宗夏日與學士聯句。 

      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約：『薰風自南來，殿閣生微 

      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贊公權兩句，曰：『辭清意足，不可 

      多得。』乃令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復生， 

      無以加焉！』39」 

 

    此云當有時夜晚燭窮而語未盡，宮人只好以蠟液濡紙，繼續點燃燭火。有一

天，他在長安未央宮的御花園中碰到文宗，文宗就停了車輦對公權說：「我有一

件喜事，邊塞上士兵的衣甲，今年二月分總算發放完畢，了卻我一件心事。」公

權即向前道賀，帝曰：「單賀未了，你可用詩來祝賀我。」宮人們也素聞公權才

思敏捷，便在旁邊附和，於是公權便應聲成文，賦詩一首：「去歲雖無戰，今年

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文宗聽後大喜，讚賞不已，命他再賦一首，

柳公權「復無停思」，再成一首。並請柳公權書于殿壁上，文宗十分讚賞，他說：

「鍾王復生亦不能以之媲美。」即升他為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可見其書法之美，

風靡於當時。柳公權的書法、文詞常給文宗帶來些許的快樂，受到文宗的恩寵也

是自然的事了。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 

      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 

      行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 

      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等銀器，仍令目書謝狀，勿拘真行，帝 

      尤奇惜之。40 

 

    柳公權的書法由於受到帝王的賞識，書作在他生前即已珍貴，深受大家的喜

愛。此云宣宗時，有一次柳公權被召上殿，宣宗命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

                                                 
38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下冊卷四百七十九‧柳公權＜應制賀邊軍支春衣＞（台北：宏業書局 
  有限公司），1977 年 6 月，頁 1363。 
39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2937。 
40同上註，頁 2935、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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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巨源遞筆，當場書寫三幅字。一幅是楷書「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寫的端莊

有力。一幅是行書「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寫的瀟灑富有神韻。一幅是草書

「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寫得龍飛鳳舞渾然天成。宣宗看後大悅，賜以銀彩，又

命他自書謝狀，不拘真行，想要留作珍藏賞玩。這便是書法史上有名的「軍容使

捧硯，樞密使過筆」的文人雅事。清梁巘《評書帖》云：「虞、歐、顏、柳、褚、

李、徐、薛八家，唐人第一等書。」「虞、褚、李、顏、柳諸家，行楷妙。41」可

見柳公權楷行草在當時即已受到大家的喜愛。 

     

二  經濟背景 

 

    唐代開國以後，社會安定，經濟上有很大的進展。《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二‧

食貨志》云：「貞觀初…米斗四五錢，外戶不閉者數月，馬牛被野，人行數千里

不齎糧，民物蕃息…42」加上科舉制度之推行，故文風極盛，統治者又鼓勵官僚

子弟學習書法，於是書法盛興一時，尤其是楷書的技法。  

唐代用楷書來寫碑記、墓誌銘、頌讚、告敕、官闕銘和種種題額等，是相當

流行的，蔚然成風。「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不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不孝，外

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柳書。43」柳公權書享譽海外，連國外史者都署名

要購買柳公權的書法，甚至不惜重金購買，或輾轉取得，國內的公卿大臣家有人

去世，都要爭取到柳公權寫的墓誌碑版。如果求不到人們甚至會責罵這家的子孫

不孝，即使外夷入貢，也另備金錢來購柳書。這既可說是實用的需要，又可說成

是當時欣賞雅習書法之風盛行。也帶動了當時社會的經濟繁榮。繁榮的經濟對文

學藝術的影響是相輔相成的。唐代經濟的發達已有眾多的史書記述，經濟的繁榮

往往可給文化藝術的繁榮提供強而有力的物質基礎。它主要表現在為士人的文化

自信心裡提供有力的背景和支柱，激發了士子們昂揚向上的蓬勃生氣。此一風氣

刺激著唐代各類藝術的發展，如舞蹈、音樂、詩歌、散文、書畫、建築、雕塑的

發展。藝術與藝術之間濃烈的風氣競相進取、相互影響，又促進著各類藝術的再

進步。傑出的詩人詩仙李白、詩聖杜甫等人對書法的讚賞，書家對舞蹈家的學習

借鑑，畫家向書家學習書法，以提高繪畫境界等等，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推動了各

類書法藝術之發展。 

 

三  社會影響 

 

    雖然楷真書在曹魏時已然形成，自晋至隋都在逐漸成長；但真正成熟發展卻

是在唐代。唐代的正楷猶如唐代的國勢一樣，出現了空前興盛的局面，書體成熟，

書家輩出。自唐代楷真書成熟以後，再無一種性質，分量相當於篆隸草真書的書

                                                 
41 清梁巘《評書帖》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542。 
42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二‧食貨志》（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7 月，頁 1344。 
43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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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繼續出現。直至現在我們的文字，所應用的標準書體，還是唐代形成的楷書。

而在書法藝術方面楷書也是主要的一種。唐代書法當然是繼承隋代而來，尤其唐

初的幾位大家：歐陽詢、虞世南都是生於陳時，在隋代書名已經很高了。褚遂良

生於隋開皇間，也是由隋入唐的人物。 

    佛教傳入中國後，由於佛經弘布流通的需要，於是與中國傳統書寫方式的書

法結合，因而書法家受到佛法的薰陶，常以佛教為題材來豐富書法的內容，使得

中國的書法藝術更增意趣與內涵。歷代著名的文人士子，多以抄寫佛經提昇自我

的修養，如王羲之、柳公權、顏真卿、蘇東坡、趙子昂等人，都有關於佛教的書

帖作品行世。佛教的僧侶中，也不乏精通書法者。如南北朝的智永禪師，創作真

草「千字文」、「永字八法」，不僅統一各家草書，也被後代書法家奉為典範。 
    唐代初期佛教興盛，一時效法六朝，寫經隨之而盛，從朝廷到民間都出現了

眾多的寫經好手，也推動著楷書的發展。寫經和抄經對書法藝術保存的文獻有：

柳公權《金剛般若經》、《清淨經》、《心經》、《玄祕塔碑》44。另外從初唐起，皇

帝身邊就有侍書者，即所謂的高級書法顧問。像是虞世南死後，太宗嘗嘆曰：虞

世南死，無與論書者！後經魏徵引薦褚遂良，帝令侍書。到穆宗時起，柳公權曾

三任侍書學士。因而常有著名書家就任此職。 
    百花齊放的唐代，亦是中國文學史的高峰。唐代大文學家們對書法藝術的關

注，也促使書學風氣更為光輝燦爛。他們不僅本身以善書知名，更以詩著名，如

李白、杜甫、王維、韓愈、柳宗元、杜牧、李商隱等。而且以詩、文等文學樣式

歌詠、評論書法，使得當時之書法蔚為風氣，開闢書法廣闊之天地。杜甫有詩云：

「書貴瘦硬方通神。45」。 
    書法在魏晉南北朝隋唐為極盛時期，在此期間亦正當佛法興盛的時候。佛法

自東漢傳入以後，從魏晉開始，佛法更與書法藝術意趣相投。書法藝術極盛的原

因，跟佛事的開展、活動有著極密切的關係，書法藝術的保存與傳播，亦因佛事

的開展、活動而得以傳播與提升，兩者是相輔相成、齊頭並進的。劉有定《衍極

注》云：「釋懷素聞於鄔彤，柳公權亦得之，其流實出於永師也。46」柳公權亦和

佛法禪宗有師承淵源。 

以下就佛法和柳公權之書作有關者，臚列於下： 

（一）寫經和抄經對書法藝術保存的文獻有： 

      柳公權《金剛般若經》、《清淨經》、《心經》、《金剛經》47。 

（二）書寫佛寺的碑銘者，如： 

      柳公權《大達法師玄祕塔碑》48 

（三）書寫僧侶傳法事蹟，如： 

                                                 
44 田光烈，《佛法與書法》（台北：頂淵文化事業），1993 年 3 月，頁 19。 
45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上冊卷二百二十二‧杜甫七＜李潮八分小篆歌＞（台北：宏業書局有 
  限公司），1977 年 6 月，頁 591。 
46劉有定《衍極注》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402。 
47田光烈《佛法與書法》（台北：頂淵文化事業），1993 年 3 月，頁 19。 
48同上註，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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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柳公權《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49，裴休撰並正書，柳公權篆額。 
 

四  學術文化 

 

（一）科舉取士對書法的影響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唐立書學博士，以身、言、書、判選士，故

善書者眾。50」唐代統治者對書法的愛好，也反映到科舉上。唐翰林院有侍書學

士，國子監有書學博士，科舉上有書學科，吏部以書判定，書法亦為進身途徑之

一，故唐人學書者多。考中進士在當時只是取得了做官的資格，要取得官職還要

經過吏部的選試。標準是四項：身、言、書、判，對書的要求是「楷法遒美」。

這一點對士子們進身朝政特別重要，可以說是寫得一手漂亮的楷書，正是他們進

身仕途的敲門磚。《新唐書‧選舉志》云： 

      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辯正；三曰書，楷 

      法遒美；四曰判，文理優長。四體皆可取，則先德行；德均以才，才均以 

      勞。得者為留，不得者為放。五品以上不試，上其名中書門下；六品已下 

      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51 

唐代的教育發達，明文將「以書取士」納入制度，唐代士子在經歷鄉試、省試之

後，才能參加吏部的銓選。 

 

（二）開設書法學校與推展書法教育 

    書法學校的設立。中國書史上置書學博士始於晉代，設立專門的書法學校始

於唐代。唐朝的學校共有六種：國子學、太學、四門學、律學、書學、算學。書

學為專科學校；而弘文館是唐代貴族子弟學習書法的地方，也招有學書的學生。

書法學校系統的學書訓練，無疑造就了無數的書法家。除了在專門學校裡學習

外，還有進行書法教育的其他多種形式。如在其他學校學習儒經，學生也須「學

書二日紙一幅」。《舊唐書‧職官二》云： 
      弘文館學掌詳正圖籍，教授圖籍。凡朝廷有制度沿革，禮儀輕重，得參 

      議焉。校書郎掌校理典籍，刊正錯謬。其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學之制焉。 

      52 

弘文館隸屬於門下省，在太宗時具有很大的作用：一則詳正圖籍並教授學生，再

則與皇帝討論政事，三則學士在此傳授楷法，故弘文館為初唐法制建立的重要機

構。《舊唐書‧職官三》云： 
      書學博士，學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百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為生者。以 

     《說文》、《石經》、《字林》為專業，餘字書兼習之。53 

                                                 
49同上註，頁 151。 
50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 

  頁 801。 
51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選舉志》45 卷（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3 月，頁 1174-1175。 
52後晉‧劉昫，《舊唐書‧職官二》卷 43（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3 月，頁 1847-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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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弘文館所收習隸書者為五品以上，隸屬於國子監的書學，是屬於初級書法

教師。以《說文》、《石經》、《字林》為專業，建立文字基礎。顯而易見的，唐人

書法中對古文、篆隸的重視。 

 

（三）儒釋道學的影響 
    唐代書家為什麼不遺餘力地把書法之「法」推向無可復現的高峰？為什麼能

在歷史上第一次統合南北書風？這固然主要是因為一種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的

催化，同時我們又無法忽視儒學精神在唐代楷書大師身上的滲透。居於中國傳統

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學，倡導文質統一的審美觀。儒家美學從來不把善獨立於美之

外，而追求盡善盡美的審美裡想，要求個體內在的情感愉快與內在的社會倫理道

德相和諧，這就要求書家在進行藝術建構的同時要符合社會規範，最好也能為社

會提供新的規範與秩序。這對當時統治者尤其重要，於是工整的楷書應是最符合

這樣的條件。因而唐代吏部選官時便有「楷法遒美」的要求。至於唐代的楷書大

師，無一不是朝廷的重臣或寵臣。如虞世南為盛德君子，褚遂良為託孤重臣，顏

真卿為朝廷功臣，柳公權為朝廷寵臣等等。他們深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恪守為

臣之道、篤志勤學、立朝剛直、風範凜然堪為一代名臣。故其書法方正有度、工

於結體、法度森嚴，充滿廟堂之氣，尤以顏真卿、柳公權最為突出。 
    《新唐書》：「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

書尤邃，每解一義，必數十百言54」。這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習儒學之時，又

同時研習《莊子》，且深得精神，悟得其理。柳公權同時從儒、佛、道中汲取心

靈之滋養。他對於佛、道方面接觸頗多，可從其書法創作窺知。《金剛經》寫過

多遍，見於《金石錄》著錄。另外公權還書有《陰符經序》、《清靜經》、《度人經》

等和道家有關之書作。他對唐代僧人的碑誌、塔銘多有揮寫，如《大達法師玄秘

塔銘》即為最著名者。柳於佛寺廟觀亦有書碑，有名者如《廻元觀鐘樓銘》、《復

東林寺碑》，即此中佼佼者。柳公權在儒佛道學的浸染下，在紅塵中頗能超脫。

富貴與我如浮雲，未把錢財看在眼裡。他給人寫碑，累計財富可觀、收入巨額，

家奴海鷗與龍安常盜用其錢財器物，他都淡然處之。 

 
（四）技法理論深入之探討 
    由於書法藝術的發達，唐代的理論探討已由之前的泛泛而論，進而深入到用

筆、結字、執筆的技法原理。如歐陽詢《傳授訣》、《三十六法》、虞世南《筆髓

論》、《書旨述》、李世民《論書》、《筆法訣》、《指意》等，都是從理論上將書法

藝術的創作實踐歸納出一系列美的客觀法則，尤其是把楷書這一中國書法藝術中

最整齊、嚴謹的形式給予高度肯定。這種崇法的祈尚，大開了唐人楷書的風氣。

像柳公權的用筆、結體、結字皆受以上書學者之影響。 

                                                                                                                                            
53後晉‧劉昫，《舊唐書‧職官三》卷 44，同上註，頁 1892。 
5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36 卷（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3910。  


